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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SHI

东 京 奥 运 掠 影

羽毛球——男单：谌龙晋级
7月29日，谌龙在比赛中回球。
当日，在东京奥运会羽毛球男子单打16强赛中，中国选手谌龙对

阵马来西亚选手李梓嘉。 新华社记者 杨磊 摄

乒乓球——马龙晋级男单决赛
7月29日，马龙在比赛中庆祝。
当日，在东京奥运会乒乓球项目男子单打半决赛中，中国选手马龙

以4比3战胜德国选手奥恰洛夫，晋级决赛。 新华社记者 吕小炜 摄

射击——男子多向飞碟决赛：中国选手于海成获得第五名
7月29日，中国选手于海成在比赛中。
当日，在东京奥运会射击男子多向飞碟决赛中，中国选手于海成获

得第五名。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排球——女排小组赛：中国队不敌俄罗斯队
7月29日，中国队球员袁心玥（左）在比赛中防守俄罗斯队球员斯

塔尔采娃。
当日，在东京奥运会女排小组赛中，中国队以2比3不敌俄罗斯

队。 新华社记者 徐子鉴 摄

拳击——男子69-75公斤级：中国选手托合塔尔别克·唐拉提汗
无缘八强

7月29日，托合塔尔别克·唐拉提汗（右）在比赛中。
当日，在东京奥运会拳击男子69-75公斤级八分之一决赛中，中国

选手托合塔尔别克·唐拉提汗不敌巴西选手索萨，无缘八强。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8 日举行防汛
救灾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应急管理部
等六部门就人们关心的我国洪涝灾害
和抢险救灾等情况回答了记者提问。

关注一：

此次河南雨情汛情灾情如何？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秘书长、应
急管理部副部长兼水利部副部长周学
文说，本次河南雨情汛情灾情主要有四
个特点：

——降雨总量大、雨强极值高。郑
州、鹤壁、安阳、新乡等 19 个市县日降
雨量突破了历史极值。

——洪水来势猛，工程出险多。12
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常庄、郭家咀、五
星 3 座水库分别出现管涌、漫坝和裂缝
等险情，浚县新镇码头村发生了决口的
险情，卫河新乡牧野大道发生了决口险
情，周口市西华县贾鲁河右岸鲤滩村发
生了管涌险情，这场洪水河南省共启用
了 7个蓄滞洪区。

——影响范围广，社会关注度高。
河南省多个城市的城区发生严重内涝；
郑西、郑太、郑徐及普速的陇海线、焦柳
线、宁西线、京广线部分区段封锁或者
限速运行，影响旅客列车 186 列，209、
310国道交通中断。

——灾害损失重、人员伤亡大。7
月 16 日以来，河南省洪涝灾害已造成
郑 州 、新 乡 等 16 个 市 、150 个 县 市 区
1366.43 万人受灾，73 人遇难，累计紧急
转移安置 147.08万人。

关注二：被紧急转移安置人群

基本生活保障如何？

周学文说，这次河南洪涝灾害紧急
转移安置的群众数量比较大，应急管理
部全力支持河南省做好救灾救助的各
项工作，及时启动国家救灾应急响应，
迅速下拨中央救灾资金，全力保障救灾

物资供给，调派工作组赴河南指导做好
救灾工作。

他 说 ，7 月 21 日 向 河 南 省 预 拨 了
6000 万元中央救灾资金，27 日中央财
政又拨付了河南省财力补助资金 30 亿
元，支持河南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根据
河南省要求，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向河南紧急调拨了 35 万
件(套)中央救灾物资，已经运到河南，
用于妥善安置受灾群众。

他说，目前，受灾地区安置救助工
作总体有序，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了
保障。但是，受灾群众还有很多生活和
工作的不便之处，比如说道路通行问
题、供电问题，有的小区现在还是临时
供水，有的小区水还没有供上，在小区
下面设了临时供水点等，相信各级党委
政府会尽快加以解决。

关注三：河南受灾地区

交通何时全面恢复？

交通运输部应急办公室负责人卓
立说，截至目前，河南省交通运输行业
总体运行平稳有序。

铁路方面，截至 7 月 27 日傍晚，影
响行车的 200 处水害已抢通 179 处，剩
余 21 处在抢修中。京广线、陇海线、焦
柳线等 11 条普通线路还有 87 处限速，
郑太和京广两条高铁还有 7 处采取限
速措施。

公路方面，高速公路和国省干线公
路整体畅通有序。高速公路方面，仅剩
一处因积水中断，预计洪水下降以后就
可恢复通行。普通国省道中断 36 个路
段，其中 14 处是因为洪水淹没了路面，
待积水消退后即可通行。另外 22 处预
计 7 月底可抢通恢复。农村公路受损
较多，共阻断 1685 条，目前抢通了 843
条。

民航方面，郑州新郑机场 7 月 27 日
晚上已全面恢复运营，目前航班起降架
次已达到暴雨发生前水平，日均 600 架

次。
邮政行业运行全面恢复，没有快件

积压。

关注四：郑州等河南城市排水

防涝和灾后恢复保供情况如何？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负
责人刘李峰说，近期郑州、新乡等城市
发生极端强降雨灾害，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组织全系统、全行业力量支持这些城
市开展排水防涝和灾后恢复保供。北
京、湖北、山东、陕西、安徽住建系统派
出 260 多名技术人员、39 台龙吸水移动
泵车等专业救援车辆，组成 5 支救援队
驰援河南，开展隧道、桥涵关键点位积
水排除工作。

同时，一批技术专家也紧急赶赴郑
州，对自来水厂等现场指导，帮助优化
运行工艺，加大检测频次，确保供水水
质达标。

刘李峰说，目前，郑州市城市供水、
污水处理、环卫、城市照明等在加快恢
复中。

关注五：

如何保障9.8万多座水库安全？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
广说，我国有各类水库 9.8 万多座，其中
1.3 万座水库存在病险，主要是小型水
库。今年入汛以来，全国有 372 条江河
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局部地区发生强降
雨，一些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很好地
发挥了拦洪削峰错峰作用。

姚文广说，据初步统计，今年入汛
以来，全国有 2415 座次大中型水库共
拦洪近 650 亿立方米。目前，降雨区内
各类水库运行总体平稳。据目前掌握
的信息，今年汛期没有因为水库出现险
情造成人员伤亡。

周学文说，这次郑州市两座出险水
库，一座是常庄水库（中型水库），一座

是郭家咀水库（小型水库）。这两座水
库是郑州头上的两盆水，当时风险很
大。经过全力抢护，确保了安全。

周学文同时表示，现在正处在“七
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河南省包括郑州
市后期还有可能有强降雨过程，还有可
能会迎来新的洪水。当地要加强水库
巡护，发现险情早处理，确保工程安全。

关注六：未来一段时间

全国汛情形势如何？

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
司司长王志华说，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
和气候形势依然复杂，不容乐观。从最
近一周情况看，未来一周需重点关注台
风“烟花”及其残余环流对东北、华北和
华东等地的影响。

受 其 影 响 ，7 月 28 日 至 31 日 ，江
苏、安徽北部、山东、河南濮阳和商丘，
京津冀东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西
部等地预计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
大暴雨。前一段时间华北地区、东北地
区的西部降雨量已经偏多，要特别警惕
最近几天降雨的叠加影响。

另外，预计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
还将有一到两个台风生成，其中将有一
个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华东沿海需
继续做好防台风工作。

从 8 月份的形势来看，我国气候仍
然总体偏差。

姚文广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
期，水利部门对主要江河水情进行了预
测，北方黄河中游、海河、松花江、辽河
流域部分江河将发生较大洪水，防汛形
势不容乐观。

姚文广说，针对北方地区防汛重
点，水利系统主要以流域为单元，根据
各流域的特性有针对性地做好防御工
作。“汛期不结束，我们工作不松劲，全
力以赴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河南汛情灾情如何？
怎样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六部门回应我国雨情汛情灾情六大关注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胡璐

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 （记者 申铖） 记
者 27 日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动支中央预
备费，先拨付河南省财力补助资金 30 亿元支
持河南省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根据核灾情况
再给予必要支持。

财政部要求河南省及时下拨中央财政补
助资金，切实加强资金监管，充分发挥资金
效益，做好洪涝灾害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
作。

财政部紧急
拨付30亿元
支持河南省

灾后恢复重建

据新华社上海7月29日电（记者 张建松）
我 国 科 学 家 研 制 新 型 抗 抑 郁 药 获 得 重 要 进
展。《自然》期刊 28 日在线发表题为《氯胺酮作
用于人源 NMDA 受体的结构基础》的研究论
文。由中科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
心竺淑佳研究组与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罗
成研究组合作完成的这项研究，对研发新的快
速高效、低副作用的抗抑郁药具有重要指导意
义。

据竺淑佳介绍，抑郁症并不是简单的心理
问题，而是大脑发生了病理性改变。NMDA 受
体是大脑内最重要的兴奋性离子通道，是学习
和记忆的分子开关。抑郁症与大脑内 NMDA
受体发生功能性障碍有关。

氯胺酮是抗抑郁领域近几十年来的重要
发现，可作为大脑内 NMDA 受体的阻断剂，参
与大脑信号通路的调控，进而修复慢性压力导
致的大脑突触损伤。用药后，几小时内能改善
患者的情绪低落、自我评价低等负面症状，减
弱患者自杀意念，对难治性抑郁症有治疗效
果。但是，氯胺酮会造成分离性幻觉等副作
用，极大地限制了临床应用。

我国科学家研制
快速抗抑郁新药

获重要进展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吴昊
于佳欣）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
话关系 30 周年，30 年来，双方贸易
合作持续升级，中国与东盟贸易规
模扩大了 85倍。

这是记者 29 日从国新办发布
会上获知的消息。据商务部部长
助理任鸿斌介绍，2020 年，东盟成
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则连续
12 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
位。今年上半年，双方贸易同比增
长 38.2%，继续呈现强劲增长势头。

双向投资合作也呈蓬勃发展
态势。据介绍，截至今年 6 月底，中
国和东盟国家相互累计投资总额
超过 3100 亿美元，东盟已成为中国

最主要对外投资目的地和外商直
接投资来源地。双方在制造业、农
业 、基 础 设 施 、高 新 技 术 、数 字 经
济、绿色经济等领域投资合作稳步
拓展。

任鸿斌还表示，截至今年 6 月
底，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开展工程
承 包 合 作 累 计 完 成 营 业 额 接 近
3500 亿美元。中老铁路、印尼雅万
高铁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顺
利实施，互联互通不断加速。

此 外 ，区 域 经 济 融 合 日 益 加
深。据中方统计，中国—东盟自由
贸易区建成 10 年来，双方之间 90%
以上货物可享受零关税待遇，中国
自东盟享惠进口占全部享惠进口

的一半左右。去年 11 月，双方共同
参与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推动区域经济一体
化建设取得重大成果。

展望未来，任鸿斌表示，中国
将积极推进与东盟经贸关系深入
发展，包括进一步加强抗疫合作，
共同推动 RCEP 协定落地生效，中
方将继续扩大进口东盟优质农产
品，并支持中国企业扩大对东盟投
资等。

据介绍，第 18 届中国—东盟博
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
会将于 9 月 10 日至 13 日在广西南
宁举办，会议期间将举办中国—东
盟经贸合作论坛等一系列活动。

30年增长85倍
中国与东盟贸易规模持续攀升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记者
安蓓）国家发展改革委 29 日称，为
充分发挥分时电价信号作用，服务
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建 设 ，提 升 电 力 系 统 整 体 利 用 效
率，部署各地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
机制。

关于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
制 的 通 知 要 求 ，各 地 结 合 当 地 情
况，积极完善峰谷电价机制，合理
确定峰谷电价价差，系统峰谷差率
超过 40%的地方，峰谷电价价差原
则上不低于 4 比 1，其他地方原则上
不低于 3比 1。

由于电能无法大规模存储，生
产与消费却需要实时平衡，因此不
同用电时段所耗用的电力资源量
不同，供电成本差异很大。分时电
价机制是引导电力用户削峰填谷、
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经济运行
的一项重要机制安排。通过对各
时段分别制定不同的电价水平，引
导电力用户尽量在高峰时段少用
电、低谷时段多用电，从而保障电
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提升系统整
体利用效率。

据了解，目前我国已有 29 个省

份实施了分时电价机制。国家发
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我
国新能源装机规模不断扩大，电力
消费结构加快变化，用电负荷呈现
冬夏“双高峰”特性，保障电力安全
经济运行面临更大挑战，对进一步
完善分时电价机制提出迫切要求。

通知明确，各地要在峰谷电价
的基础上推行尖峰电价机制，主要
基于系统最高负荷情况合理确定
尖峰时段，尖峰电价在峰段电价基
础上上浮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20%。
可参照尖峰电价机制建立深谷电
价机制。日内用电负荷或电力供
需关系具有明显季节性差异的地
方，要健全季节性电价机制；水电
等可再生能源比重大的地方，要建
立健全丰枯电价机制，合理确定时
段划分、电价浮动比例。

通知要求，各地要加快将分时
电价机制执行范围扩大到除国家
有专门规定的电气化铁路牵引用
电外的执行工商业电价的电力用
户 ，要 建 立 分 时 电 价 动 态 调 整 机
制。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
表示，此次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

制，继续坚持保持电网企业销售电
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的原则。“对社
会总体用电成本影响较小，电网企
业不会因此‘多收钱’。”

这位负责人说，由于合理拉大
峰谷电价价差，高峰时段的电价会
有所上调，低谷时段的电价会有所
下调，能够错峰用电，在低谷时段
多用电的用户用电成本会下降，在
高峰时段用电的用户用电成本会
有所上升，符合“谁受益、谁承担”
的原则。同时，考虑到部分商业用
户错峰用电难度大，同时明确对部
分不适宜错峰用电的一般工商业
电力用户，各地可研究制定平均电
价，由用户自行选择。

通 知 同 时 明 确 ，有 条 件 的 地
方，要按程序推广居民分时电价政
策，逐步拉大峰谷电价价差。这位
负责人说，目前全国已有 14 个省份
出台了居民峰谷电价政策，峰谷电
价价差相对较小，一些地方仅设定
平段电价和谷段电价，未设定高峰
电价，且多数地方允许居民用户自
行选择是否执行峰谷电价。总的
看 ，此 次 进 一 步 完 善 分 时 电 价 机
制，对居民用电价格影响较小。

我国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


